
东方教育学刊 Anmai/安麦 2 0 2 5 年 1 卷 1 期

36

人工智能时代下商务英语新质人才培育的困境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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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新质人才培育模式亟待创新与转型。

文章从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国际竞争力和推动教育质量变革三个层面，分析了新质人才培育的深

远意义。通过剖析现阶段人才培养中的教育理念转变不足、教学内容与方法滞后以及产教融合不充分等

困境。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文章提出了推动人才培育的实践进路，包括理念更新、课程重构、模

式创新和机制完善等策略，才能有效推动商务英语专业新质人才的培育，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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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 new
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needs to be innovated and transform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talents from three aspect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qu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alents
cultivation in in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utdated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 and inadequate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other difficulti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actical approach to promote talent cultivation, including the strategy of concept renewal,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model innovation and mechanism improvement,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talents for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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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是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

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进一步推动教育改

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态和经济结

构发生深刻变化，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2]。“新质人才”指可为行业和社会发展塑

新动能、铸新优势、拓新赛道的应用创新型人才，

是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智慧引擎
[3]
。在复杂的全球

化商业环境中，商务英语专业作为服务国际化商务

活动的重要学科
[4]
，其人才培养亟需适应人工智能时

代的需求，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跨学科

协作能力的新质人才[5]。

1 商务英语新质人才培育的时代意蕴

1.1 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支撑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者

的创新能力、技术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商务英

语专业的新质人才培育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

心支撑，能够在国际化、智能化的商业环境中有效

应对复杂挑战。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以及这些要素的优化组合，其中劳动者，

尤其是最具活力的新质人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传统生产力模式正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型，这要求

各领域人才具备更高水平的跨学科能力和创新能力。

商务英语新质人才需具备语言能力、技术素养、创

新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多维复合素质。

1.2 构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国

际商务活动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技术化要求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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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商务英语新质人才的培养对于提升国家在国

际商务中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传统的商务英语教育

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国际竞争力的构建更加依赖于拥有全球视野、创新

思维和适应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新质人才的培养不

仅应重视语言能力，更应强调在多样化国际市场中

的协调与沟通能力，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

的复杂环境中。借助人工智能的辅助，这些人才在

国际商务环境中能够更加自信和灵活地发挥其核心

竞争力，助力国家和企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1.3 推动教育质量变革的重要抓手

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模式，

使得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和精准化成为可能。人工智

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成为推动教育质量

变革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推动

教育质量的全面变革，教育质量的提升不再单纯依

赖于教学资源的丰富或课程内容的更新，更需要对

教育本质、教育模式、以及教育目标的全方位审视

与创新。人工智能时代要求教育体系进行深刻的变

革，商务英语专业的新质人才培育是推动教育质量

提升的关键环节。人工智能能够促进教育模式的深

刻转型，加强教育中的国际化元素，推动数字教育

向更加灵活、开放、互动的方向发展。

2 商务英语新质人才培育的现实困境

2.1 教育理念转变不足：对新质人才培养的认知滞

后

教育理念的更新和转变对商务英语专业新质人

才的培养至关重要，部分高校对新质生产力与新质

人才的关系认识不足，人才培养目标与时代需求脱

节，导致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新质人才作为新时代生产力的重要构成，不仅需要

具备坚实的基础学科知识，还要具备跨学科的综合

素养、创新能力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需求的能力。

传统的教育理念过于注重学科知识的传授，而忽视

了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协作以及与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的融合应用，偏重基础学科知识的单一培养

模式与新质人才的需求不符，无法有效应对新时代

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复杂要求。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

人才需求特征认识不清，导致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

脱节；同时，教育理念更新速度明显滞后于技术进

步与产业变革，致使人才培养体系难以适应智能化

时代的要求。教育理念转型的滞后性已成为制约商

务英语专业教育改革的重要瓶颈。

2.2 教学内容与方法滞后：难以适应技术驱动的时

代变化

随着技术创新与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推动了

传统教育模式的剧变。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内容与

方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新质人才培育的关键瓶颈

之一。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滞后性已成为制约新质人

才培育的关键瓶颈，课程体系过分强调传统语言技

能训练，对技术素养和跨学科能力培养重视不足；

课程内容未能及时融入新兴技术元素，与产业发展

需求存在显著差距；实践性教学内容比重偏低，难

以满足学生职业能力发展需求。目前商务英语课程

仍以传统讲授为主，缺乏人工智能支持的个性化教

学设计。教师主导的单向灌输模式主导，学生主动

性难以充分发挥；同时，智能化教学手段应用不足，

无法实现精准化教学干预。这种教学方法的滞后性

严重制约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亟需进行系统性变革。传统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在很

多方面未能及时进行有效的调整和升级，无法适应

当今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亟需突破和革新。

2.3 产教融合不充分：校企合作深度与广度不足

有效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跨学科视野和国际化

竞争力的商务英语新质人才，产教融合是培养商务

英语新质人才的关键机制，然而当前产教融合的实

践效果不尽如人意。高校在校企合作方面存在深度

与广度双重不足的问题，目前的合作形式过于单一，

多停留在提供实习岗位或开展专题讲座等浅层次交

流；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程度较低，导致

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脱节；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缺乏深度协同，难以形成有效的育人合力。在

合作广度方面，校外优质资源利用率不高，企业参

与主要集中在传统语言技能培养领域；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在校企合作中的应用程度较低；教育部门与

企业往往存在信息壁垒，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缺乏共

识和有效沟通。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缺

乏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激励政策支持不足、信息

共享渠道不畅等问题，共同制约了产教融合的实施

效果，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3 商务英语新质人才培育的实践进路

3.1 理念更新：构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培养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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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体系重构，需要实现教育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在能

力导向方面，除传统语言能力外，还需重点培养学

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数字化素养。

跨学科融合已成为商务英语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

应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有

机整合。在实践创新层面，开展“双向互动、多维

协同”培养模式，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的商务英

语教育应更加注重个性化培养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

育。具体而言，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智能化学习

环境，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学习路径。以人工智能技术为驱动，重塑商务英语

专业的人才培养理念，将技术素养、跨文化能力与

创新思维融入核心教育目标，培养适应未来劳动市

场的新质人才。商务英语专业新质人才的培育不仅

是应对时代变革的必要举措，更是实现教育质量提

升和社会需求对接的关键途径。

3.2 课程重构：打造跨学科融合的智能化课程体系

商务英语专业的新质人才培养须实现课程体系

的重构，课程重构聚焦于构建一个与时俱进、跨学

科融合的智能化课程体系。课程体系需要打破学科

之间的边界，构建一种融合语言、技术、管理和跨

文化沟通的跨学科融合课程框架，融入数智技术强

化语言基础与专业英语技能，引入现代管理理论和

实践，增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培养学生在多元文

化背景下进行商务谈判、项目管理和国际交流的能

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推动课程智能化。将人工

智能的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纳入课程大纲，设计与

人工智能相关的模拟实验、虚拟商务情景等教学模

块，引入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通过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系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个性化反馈和动态评估，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实时

性。商务英语专业作为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核

心学科，其课程体系的重构尤为重要，涉及语言技

能、跨文化沟通、商务管理及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

的整合。

3.3 模式创新：推动人机协同的学习模式变革

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技术日新月异

的发展及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人机协同的学习模

式变革，成为了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育的重要进路。

人机协同学习不仅仅是简单地运用人工智能工具，

而是一种人类学习者与智能系统深度互动的创新模

式。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在多个方面促进学习模式

的创新，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根据学习

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路径与内容推荐；

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智能评估系统及时反馈学习成

果，实现精准的学习干预，推动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在商务英语专业中，推行人机协同学习模式的具体

应用实践，首先应从教学内容的设计与教学方式的

创新入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辅助学习系统

可以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与实践。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开发个性化学习系统，支持学生根据自身需求

选择学习路径；通过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增强学生在

实际商务场景中的应用能力，人机协同学习模式已

成为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

3.4 机制完善：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共同体

商务英语专业新质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理论与

实践的变革，更需要一个系统化、多维度的育人共

同体。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在育人共同

体中发挥主体作用，高校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深化

产教融合，推动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将人工智

能与商务英语学科的深度融合，以便更好地适应新

技术、新模式带来的变化。深化校企合作，联合行

业企业制定商务英语专业新质人才标准，开发实训

项目；同时，吸纳国际教育资源，搭建全球化教育

交流平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商务人才。政府在

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教育创新方面扮演着关键角

色，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高校与企业

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商务英

语教育的领域。政府应加强对高校和企业合作效果

的评估，确保育人共同体机制的有效运作，并通过

政策引导促进行业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构

建多方协同的育人共同体，不仅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更适应新技术和新模式带来的变化。

4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对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从新质生

产力的视角来看，培养具备智能化思维和跨学科能

力的新质商务英语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推动社

会发展的关键。尽管商务英语专业新质人才培育的

实践进路已初具雏形，但需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

和持续的实践探索来实现目标。未来的研究应聚焦

于人工智能如何融入商务英语的教学实践，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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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的效果。随着技术进步和教育模式创新，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将朝着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方

向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通过明确培养

目标、直面现有挑战、探索有效实践路径，可以全

面提升商务英语新质人才，为新质生产力的增强提

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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